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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!%目的& 研究深圳市女性人乳头瘤病毒!

0)B,+ C,C1--(B,D1*)3

"

=>:

'感染及血清叶
酸水平与子宫颈病变的关系"为宫颈癌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( %方法& 选取

!"9?

年
9!

月
9

日至
!"9E

年
?

月
%9

日深圳市
$

家医院宫颈门诊病人为研究对象"其中"正常
&"

人"

/F<9

有
99G

例"

/F<!H

有
#%E

例( 比较分析各组妇女
=>:

感染状态"血清叶酸水平及其与子宫
颈病变的关系(%结果& 随着子宫颈病变程度的加深"

=>:

感染率逐渐升高)

!

!

趋势I#GA;%?#"

>JG;GG#

'(正常组*

/F<#

组及
/F<!H

三个组间血清叶酸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+

KIA;%#%

"

>IG;G#A

'" 其中"

/F<!H

组与正常组及
/F<#

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!

>JG;G?

'( 三组
0*=>:H

者血清叶酸水平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!

KIE;@A%

"

>JG;GG#

'( 其中"

/F<!H

组与正
常组及

/F<#

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!

>JG;G?

'( %结论& 血清叶酸水平可能与子宫颈
病变相关"且可能与

=>:

感染存在相加作用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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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颈癌是危害女性健康的主要卫生问题之一"

就全球范围看" 宫颈癌的发病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

位居第
!

位"仅次于乳腺癌( 人乳头瘤病毒+

0)B,+

C,C1--(B,D1*)3

"

=>:

'感染被认为是宫颈癌发生的主

要危险因素" 其中
=>:9E

"

9@

是全球分布最广的两

种亚型%

9

&

( 有研究报道"

&&;$h

宫颈癌组织中能够检

测到高危型
=>: c<L

( 然而"近年来文献报道"

=>:

$$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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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的妇女只有不超过
'(

者会进展为宫颈癌及癌前

病变!这说明单独
)*+

感染不足以引起子宫颈病变!

可能存在其他致癌因素或协同
)*+

作用的因素 "

!

#

$

因此! 除了已经获得公认的
)*+

是主要病因外!探

讨其他可能与宫颈癌发生有关的致癌因素和协同因

素的存在! 是宫颈癌防治研究领域值得高度关注的

问题!这将为宫颈癌病因预防提供新的思路!对降低

宫颈癌的发生率! 提高广大妇女的健康水平具有重

要意义$

叶酸%

,-./01

!

23

&是机体的重要微量营养素!参

与机体许多代谢活动!在
456

甲基化过程中发挥关

键作用$ 目前!继叶酸用于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后!

叶酸与恶性肿瘤的关系研究备受关注$ 叶酸致癌机

制尚不明确! 考虑可能是叶酸缺乏影响
456

的合

成'修复和正常甲基化!从而引发肿瘤"

%

#

$ 国外学者

早年的研究并不认为叶酸缺乏会增加宫颈癌的发病

风险"

7

!

8

#

!但后来有许多研究者提出血清叶酸低水平

状态可能与宫颈癌的发生有关系"

9:;

#

$ 本研究旨在探

讨深圳市女性
)*+

的感染状况和血清叶酸水平!及

其与子宫颈病变的关系! 为宫颈癌的预防提供一定

的参考依据$

'

资料与方法

!"!

研究对象

选取
!"'8

年
'!

月
'

日至
!"'9

年
8

月
%'

日在

深圳市妇幼保健院'有关区级妇幼保健院和区人民医

院七家医院的宫颈门诊就诊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$其

中!正常
&"

人!

<=5'

有
''"

例!

<=5!>

有
'%9

例$

!"#

研究方法

'?!?# )*+

检测

采用深圳市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
)*+

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! 可检测
!%

种
)*+

基 因 型 ! 包 括
#%

种 高 危
)*+

%

)*+#9

!

#;

!

%#

!

%%

!

%8

!

%&

!

78

!

8#

!

8!

!

89

!

8;

!

8&

!

9;

& 和
#@

种 低 危

)*+

%

)*+9

!

''

!

7!

!

7%

!

8%

!

99

!

$%

!

;'

!

;!

!

;%

&$所有检测

遵循检测试剂盒说明书的操作步骤和质控标准进行$

'?!?!

血清叶酸检测

叶酸测定采用
A1BCD1E <-F.01G 6BB1HH

全自动

微粒子发光免疫分析仪!利用化学发光法统一测定!

试剂由
A1BCD1E <-F.01G

公司提供!由本课题承担单

位中心实验室执行检测任务! 并严格按照试剂盒有

关操作要求做好质控$

!"$

统计学处理

采用
IJK 4/0/ %?#

软件建立数据库! 使用
L*LL

#!?@

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$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

用
!

! 检验或趋势性
!

! 检验!计量资料以
!!H

表示!其

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$ 检验水准
"M@?@8

$

!

结 果

#"! )*+

感染与子宫颈病变的关系

正常'

<=5#

和
<=5!>

组高危
)*+

的感染率分别

为
%9?9$(

!

;#?;!(

和
&$?$&(

! 随着子宫颈病变程度

的加深!高危
)*+

感染率逐渐升高%

!

!

趋势M#@7?%8#!

*N"?""'

&%

"/O.1 '

&$

#"#

血清叶酸水平与子宫颈病变的关系

正常组的血清叶酸水平为
!!?;9!'7?!8ED-. P3

!

<=5#

组血清叶酸水平为
!#?8$!##?9#ED-. P3

!

<=5!>

组的血清叶酸水平为
#$?&$!#@?&%ED-. P3

!三个组间血

清叶酸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%

2M7?%#%

!

*N@?@8

&$

其中!

<=5!>

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

%

*M@?@@$

&!

<=5!>

组与
<=5#

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

意义 %

*M@?@%7

&!

<=5#

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

意义%

*M@?7&%

&%

"/O.1 !

&$

#"$

正常组!

<=5#

组和
<=5!>

组高危
)*+

感染者

血清叶酸比较

正常组
QG)*+>

者血清叶酸水平为
!$?$$!#7?;%

ED-.P3

!

<=5#

组
QG)*+>

者血清叶酸水平为
!!?!!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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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/A<!B

组
0*CD:B

者血清叶酸水平为

9E;9%!9";E=+>(-?@

! 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"

FG

=;EH%

!

DGI;II9

#$ 其中!

/A<!B

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

具有统计学意义 "

DGI;II9

%!

/A<!B

组与
/A<9

组比

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"

DGI;I%%

%!

/A<9

与正常比较

差异无统计学意义"

DGI;IJH

%$

0*CD:"K

包括
CD:

阴性和低危
CD:

感染者
L

在

正常组&

/A<#

组和
/A<!B

组血清叶酸的差异无统计

学意义
KM,N-2 %L

$

%

讨 论

宫颈癌是仅次于乳腺癌的女性第二大恶性肿

瘤!国际癌症相关数据显示!全球
EJO

的宫颈癌发

生在发展中国家$中国
!I#!

年宫颈癌新发病例数为

=;!

万!死亡病例数为
!;&

万!严重威胁我国女性健

康!是目前妇幼健康领域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$

目前!高危
CD:

持续感染是宫颈癌的必要病因的观

点已经达成共识!

CD:

检测作为宫颈癌的初筛手段

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$ 此外!近年来!越

来越多的研究关注除
CD:

感染之外的协同因素对

宫颈癌病变的影响! 其中血清叶酸与宫颈癌关系的

研究不断深入$

目前! 已发现的
CD:

病毒共有一百多个型别!

其中与宫颈癌病变相关的高危亚型
CD:

型别有
#%

种 "

CD:#=

!

#E

!

%#

!

%%

!

%J

!

%&

!

HJ

!

J#

!

J!

!

J=

!

JE

!

J&

!

=E

%$

其中!

CD:#=

!

#E

是最常见的两个高危
CD:

亚型!

其与
$IO

的宫颈癌相关'

&

(

$ 一般情况下!

CD:

感染均

为一过性感染! 会在
EP#I

个月内被人体免疫系统

所清除!只有持续性的高危
CD:

感染才会引起子宫

颈病变!并最终进展为宫颈癌 '

#I

!

##

(

$ 本次研究中!正

常 &

/A<#

和
/A<!B

三个组
CD:

的感染率分别为

%=;=$O

!

E#;E!O

和
&$;$&O

!

CD:

的感染率在三个组

中依次升高$ 文献报道!

CD:

感染与子宫颈病变是

密切相关的!

CD:

感染与子宫颈病变的同时存在与

宫颈癌的发生有较大关联 '

#!

!

#%

(

!病毒感染与子宫颈

上皮细胞病变间的关系促使采用
CD:

检测来代替

传统的
D,Q

涂片来作为宫颈癌初筛手段'

#H

(

$

叶酸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! 它与红细胞及白

细胞的生成有关! 对于维持人体的免疫力有很大作

用$当叶酸发生缺乏时!会导致严重贫血$此外!叶酸

对于维持机体的细胞结构及核酸稳定性有很重要的

作用!通过促进或者抑制
CD:

的感染或者感染的清

除!影响子宫颈病变的进展'

#J

(

$ 在本次研究中!

CD:

感染在正常组&

/A<#

组和
/A<!B

组的血清叶酸水平

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$ 其中!

/A<!B

组的叶酸水平

最高!其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$相关研

究显示!子宫颈病变过程中!叶酸水平逐渐下降!且

血清叶酸缺乏与
CD:

感染存在正相加作用!即血清

叶酸缺乏会增加患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的风险 '

#=

(

$

因此! 注意监测女性尤其是高危人群的血清叶酸水

平格外重要!应采取合理剂量进行补充!但具体剂量

值得探讨'

#$

(

$ 此外!正常组&

/A<#

组和
/A<!B

组三个

组间的
0*CD:B

者血清叶酸水平的差异具有统计学

意义$ 其中!

/A<!B

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

意义!提示血清叶酸可能协同
CD:

感染!引起子宫

颈病变$

许多类似研究也表明! 补充叶酸对预防宫颈癌

具有一定作用$ 叶酸缺乏能够加快子宫颈病变的进

展! 高水平的叶酸是有可能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

保护因素'

#E

(

$本次研究单纯检测了血清叶酸水平!未

对影响血清叶酸水平的因素作进一步探讨! 也未深

入探索分子方面的具体机制! 这些内容有待未来研

究中继续深入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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